
不一樣，又怎樣?!
-談多元性別與媒體再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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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長榮大學

多元性別與媒體再現課程



• 現職: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• 學歷: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

• 經歷:
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師資人才審查通過
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人才庫
人員(102.12.18 教育部第5屆性平會第9次會議審核通過)

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
台南市/高雄市性別主流化師資人才庫
高雄市政府性騷擾防治會第4屆委員



演講大綱
多元性/別概念介紹
(含生理性別、性別認同、性別氣質、性傾向)

多元性別族群文化及處境介紹
練習看廣告學性別(看見媒體中呈現
的性別刻板印象)



https://play.kahoot.it/#/lobby?quizId=cb8594a9-d124-4132-b86f-c1e5994caa45
https://play.kahoot.it/#/lobby?quizId=cb8594a9-d124-4132-b86f-c1e5994caa45


90年代後，性別法入校園

• 1994年「師大性騷擾案」「522反性騷擾遊行」

• 1997 教育部成立「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」

• 2000年葉永鋕事件

• 2004年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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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平等教育法(2004)

• 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，消除性別歧
視，維護人格尊嚴，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
之教育資源與環境，特制定本法。

《性別平等教育法，第一條》

• 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，消
除性別歧視 ，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。

《性別平等教育法，第二條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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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平等教育法

• 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，尊重及
考量學生與教職員工之不同性別、性別特
質、性別認同或性傾向，並建立安全之校
園空間。

《性別平等教育法，第十二條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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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平等教育法(簡稱性平法)
適用對象:

• 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：

指一方為學生，

另一方為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

或學生

8

《性別平等教育法，第二條》



性別平等教育法
• 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性
傾向而給予教學、活動、評量、獎懲、福利及服務
上之差別待遇。但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、性別特質、
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者，不在此限。
學校應對因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
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協助，以改善其處境。

《性別平等教育法，第14條》

•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，應涵蓋情感教育、性教育、
同志教育等課程，以提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。

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、性別特徵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、性傾
向教育，及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

《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，第13條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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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霸凌
• 指透過語言、肢體或其他暴力，
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、性別特質、
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、攻
擊或威脅之行為

• 非屬性騷擾者。





性霸凌一直都在發生…

我也沒有想到他會在知道我性向之後(我是無性戀，有點難
以解釋，如果你真的想了解那是什麼東西你可以看看維基
百科，如果你不是很想知道就把他當作非異性戀就好)，他
會在練球的時候，說我是噁爛臭甲、死gay砲、碰到我的時
候，或者用我用過的重訓器材，會一直說我有愛滋病、我
也想不到他會在網路上幫我出櫃。出櫃給我所有的親朋好
友、師長、同學、家人，....。

2018.11



兩性 多元性別

 生理性別(sex)
 性別特質(gender expression)

 性別認同(gender identity)
 性傾向(sexual orientation)







Intersex 雙性/陰陽人
生理性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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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oii.tw/Home/what-is-intersex
何謂陰陽人/雙性人/間性人？
• 陰陽人是指生理性別無法明確歸類於男性或女性的人。一
個陰陽人可能擁有雙性的特徵或者缺乏被定義為某一性別
所必須有的生理特徵。

• 陰陽人是天生的，源自於基因、染色體或賀爾蒙的變化。
環境的影響如內分泌干擾也可能扮演導致某些陰陽人差異
的角色。陰陽人非指刻意選擇改變自己生理特徵的人。

• 陰陽人占全球人口顯著比例，從1.9％(Anne Fausto-
Sterling, sexologist, 2000)到4％(多項研究顯示)。

http://www.oii.tw/Home/what-is-intersex
http://www.annefaustosterling.com/


Q 什麼是跨性別？

• 社會文化中的跨性別包括：

– 扮裝 (C D Cross dressing／Crossdresser) ：穿著
異性服飾，可能的目的包括愉悅、興趣、舒壓、
性慾、工作所需(ex:歌仔戲、寶塚劇團、楊婆
婆、大炳、小A辣)……等





性別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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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國撐竿跳選手 Yvonne/Balian Buschbaum

Transgender 跨性別者

台中一中曾愷芯老師



Q 什麼是跨性別？

• 社會文化中的跨性別包括：

– 變性慾者（TS TransSexual）：希望改變自己原
本的生理性別，可能藉由服用賀爾蒙或者手術
方式。大約對應精神醫學中的性別不安
（Gender Dysphoria）



Q變性慾還是疾病嗎？

• 在2009年，法國衛生署就已正式宣佈不再
視變性欲為疾病

• 舊版DSM-IV-TR中稱為性別認同疾患
（gender identity disorder），在 2013年5月
出版的第五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
（DSM-5）中，已正名為性別不安（gender 
dysphoria），排除疾患意涵

• 許多跨性別者不見得一定會進行變性手術



Q 變性真的是動個手術就好了嗎？

• 變性手術（即性別重置手術，Sex/Gender Reassignment 
Surgery）

• 醫學評估包括：精神部評估（含精神科醫師診斷評估、臨
床心理師評估、參與變性病友的團體治療等）、內分泌科
醫師評估、整形外科醫師評估、婦產科醫師評估、泌尿科
醫師評估，另外有些醫院也可能轉介病理部的染色體分型
及社會工作師介入

• 完成初期評估後，醫療小組會要求個案必須進行「現實生
活測試（Real Life Test）」

• 在現實生活測試的同時，多數的變性欲者也會接受賀爾蒙
取代療法（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）

友善無歧視的社會環境更重要!!



陽剛或陰柔?





26



陽剛或陰柔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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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志文化ABC
★LGBTQISA
 Lesbien（女同志）: T、婆、不分…
 Gay（男同志）: 哥、弟、熊、猴、狼…
 Bisexual（雙性戀）

 Transgender（跨性別）:MTF／FTM、扮裝

 Queer/Question 
(不符合異性戀主流價值的其他性少數族群)

 Straight /Ally (直同志)



性傾向歧視

• 同性戀=愛滋病
• 同性戀都很髒、噁心
• 同性戀不配擁有自由戀愛、結婚、生養小孩的
基本人權

★早在1973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
已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列表裡刪除
★1992年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同性戀
自疾病分類中刪除。

同性戀不是病，只是一種性傾向。
29
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BE%8E%E5%9B%BD%E7%B2%BE%E7%A5%9E%E7%97%85%E5%AD%A6%E5%8D%8F%E4%BC%9A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B2%BE%E7%A5%9E%E7%96%BE%E7%97%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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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「性別」?

• 生理性別(sex) ex.雄性(male)、雌性(female)

• 社會性別(gender) ex.男性(Man)、女性(Woman)
– 性別角色:是經由社會化的過程，後天形成的對於不同

性別的規範，反映出社會文化對於該性別表

現的期許。Ex.男主外、女主內；男主導女服從。

– 性別氣質: 陽剛氣質(masculine)、陰柔氣質(feminine)
– 性別規範: 男生應該剛毅勇敢、女生應該要溫柔嫻熟…

• 心理性別/認同(gender identity)我認同自己的性別

• 性傾向(sexual orientation)性慾望的對象



社會化
(socialization)

• 個人成為社會中的一員的過程。
• 個人學習社會規範、習俗、文化等這些與
他人互動所需要的基本共識和技巧的過程。

• 人通常會透過: 
1.家庭、
2.學校(老師的態度和同儕壓力)、
3.工作場所、
4.文化及媒體
來學習社會化的過程。



何謂刻板印象(Sterotype) 

• 「刻版印象」(Sterotype) 為一組對於人的
類別或次分類的固定基模。重複接觸相關
類型的人會讓我們自動與習慣的形成刻版
印象，在我們的意識覺察之外運作，因過
度學習而變得自動化。



刻板印象有什麼問題?!

• 刻板印象的問題不在於它不真實，而是在於它
不完全。

---奇瑪曼達‧恩格茲‧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

• 刻板印象的問題在於以偏概全、過度簡化，同
時造成本質主義的偏見，認為只要某個人始於
該特定群體就一定會有該項特質。

Ex.電影媒體中常將有娘娘腔的男同志角色，造成大
眾認為男同志都一定是娘娘腔或有陰柔的性別氣質。



性別刻板印象從何而來?!

• 視覺媒介是促發刻板印象的主要來源。



你發現了什麼？

• 為什麼女生的身體都一定要瘦瘦的、白皮膚才能
當偶像？

• 有胖胖的女明星，但大多都只能當諧星?!



你發現了什麼？

• 英雄大部分都是哪一個性別？

• 女生扮演的角色大部分是什麼樣的角色？

• 從前面的圖片中可以知道，電視、電影中男生常
常是扮演拯救者，女生則是扮演被拯救者，對於
這樣的分類，你有什麼想法？



媒體再現(re-presentaion)

• 指媒體並非被動地反映社會狀況，而是經由無數紛雜
零星的社會事件中主動加以挑選、重組、編排，以文
字或圖像等符碼組成一套有秩序、可理解、有意義的
敘述方式。

• 語言本身被看成是產生特定意義的中介物，而媒體藉
著新聞報導或娛樂文化等特定的語言使用方式建立出
有關社會的「真實效果」，亦即閱聽人接受媒體所呈
現之世界觀的合法正當性，將媒體對社會的呈現視之
為自然且真實。再現論關心的不是真實本身是什麼，
而是媒體重組社會狀況時是否對閱聽人產生真實效果。
（林芳玫,1996：10）



• 「再現(represent)」的探討來看，媒體不再
是一面鏡子，它並不是反映現實社會的現象、
價值、或態度，中立客觀的經驗世界是不存
在的，媒體在產製新聞的過程中其實是受到
社會及文化價值、專業經驗、制度結構、文
化迷思或社會共識等因素所影響，所以媒體
是在創造或生產另一個象徵真實。

※一個雙重的弔軌:媒體再現和同志污名-《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》第22期，2002年04月15日



廣告中的家庭形象



現實生活中的家庭



如何檢視隱藏在媒體中的意識形態呢?!

• 符號學
• 符號:再現真實(透過語言、影像、圖片等各
種符號，重新將真實呈現出來)

• 可透過符號學來檢視媒體中所隱藏的意識
形態，因為從符號學可以了解到符號上被
附加的意義，是透過文化、約定成俗、武
斷決定的。



符號學

• 符號:指任何具有意義的東西，是由意符
(signifier)和意指(signified)兩者所組成。

• 意符(signifier):感官所能接受到的刺激物，
例如「花」這個字，或 顏色。(Form)

• 意指(signified):符號的意義。花這個字代表
什麼意義?=會開花的植物，或 顏色代
表什麼意思?=熱情、危險、禁忌、禁止前
進…(Idea)



廣告中的性別刻板印象



討論

• 這個廣告你看到什麼?
• 為什麼是一個穿古裝的女生在當守門員?
• 為什麼要對著穿古裝的人說「John，你餓
了，這麼弱!」

• 「我阿嬤都打得比你好」是什麼意思?
• 還有什麼可能嗎?



關於同志



再現同性戀的污名大致上是以「性別特質」 、
「性行為」與「性傳染病」三大類型為中心

（一）「性別特質」相關的污名—誰是/像同性戀？
將男人婆視為女同性戀，或將娘娘腔視為男同性戀，不但犯
了以偏蓋全的錯誤， 也混淆了「社會性別」和「性取向」這
二個不同的向度。

（二）「性行為」相關的污名—不自然的性？！
「女同志都是看電影、吃吃飯、親吻，她們是不會做愛，無
性生活的」「男同志都很常換性伴侶，都會搞同志轟趴」

（三）「性傳染病」相關的污名—同性戀=愛滋病？！



• 台灣媒體對於同性戀的再現，往往是受到
台灣社會異性戀中心思想的影響，以致媒
體再現同志議題的過程中常常忽略同志的
複雜性和多樣性，而以一種化約成「病態」
或「道德價值」的角度來呈現同志的形象，
因此也就非常容易將同志標籤化及污名化。

※一個雙重的弔軌:媒體再現和同志污名-《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》第22期，2002年04月15日





• 臺灣報紙再現同志議題之階段 (1981-1995)

(吳翠松，2001)

– 病態犯罪期(1981-1985)

– 愛滋病關聯期(1985-1990)

– 人權爭取期(1990-1995)

• 在人權爭取期，同志運動者利用以下策略，使本
身訴求成為報紙報導重點，影響媒體建構的社會
真實

– 舉辦影展、出版書刊、示威抗議、讀者投書、
辦座談會





ejingwu@mail.nck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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